
■包广杰 李 锐
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郾城人。拂去

历史的烟云，这个人正微笑着，从一本
装帧典雅的文集中，从一座学校郎朗的
童声里，清晰地向我走来。这个人，应
该被我们永远缅怀。

这个人是赵伊坪，一个从郾城走出
去的人，一个革命家，一个诗人，一个
民族英雄。

一

清宣统二年 （1910年） 农历七月二
十三日，郾城县城崇文祠街一所普通民
房里，传出来一阵嘹亮的新生儿初啼
声。一个身穿长衫的年轻私塾先生喜出
望外，给这新生儿起名赵廉越，后取学
名石庵。这个男婴，就是日后的赵伊坪。

赵伊坪天资聪颖，三四岁其父就开
始对他进行国学经典教育，他领悟极
快，8岁那年，又被其父送到刚刚创办的
县立高等学校读书。14岁那年，得到在
西北军谋事的祖叔推荐和资助，他第一
次离家去北京育德中学读书。

北京的这所中学前身是一所军官子
弟学校，由冯玉祥将军创办。赵伊坪在
这所学校，除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学习、
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幸运地认识了对
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这个
人就是彭雪枫。彭雪枫比他年长三岁，
还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他们经常聚在
一起谈论时事，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声援
工人们的斗争，彭雪枫带领赵伊坪和其
他进步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北京学生的
游行、集会，还跑到农村宣传演讲，启
发民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经
过这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锻炼，年轻的
赵伊坪追求民主、渴望进步的要求越来
越强烈。很快，经彭雪枫介绍，他被批
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赵伊坪从
一个青年学生逐渐走上了一个职业革命
家的道路。

二
1926年底，赵伊坪在彭雪枫的率领

下，参加了北京南苑农民暴动，失败
后，与彭雪枫失去联系，赵伊坪回到郾
城的家中。此时的他，尽管还不满17周
岁，但经过两年多的京城求学、历练，
思想已经成熟，他要把救国救民的共产
主义信念播种在生养过他的这片土地上。

回到郾城没多久，就传来北伐军进
军河南的消息。为配合北伐军顺利北
上， 中共郾城县委成立了文化促进会，
并把这个担子压在了年轻的赵伊坪肩
上。初露头角的赵伊坪把促进会的工作

干得有声有色，他首先创办党义训练班
和农民训练班，亲自编写讲义和授课，
而后又创办扶轮学校 （平民子弟小学）、
出版《扶轮》半月刊、组建新剧团等几
件大事，通过办学、办杂志、教革命歌
曲、演出反封建迷信、妇女解放的话
剧，教育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北伐军
进驻漯河寨，他还带领剧团为北伐军演
出，一时间轰动沙澧两岸。

正当年轻的赵伊坪在家乡的工作干
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大革命失
败的寒流却凶猛地刮了过来，“清党反
共”的白色恐怖笼罩了郾城大地。党组
织决定让赵伊坪等几名同志留守在城区
的平民子弟小学开展地下活动。赵伊坪
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继续进行着
革命工作，他们说服了国民党的左派党
员，和国民党县教育局进行了合法斗
争，争取到了平民子弟小学和县立高等
学校合并。两校合并意义重大，它不仅
实行了女子可以上学，男女还可以同
校，这是郾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
事”，合并后的学校，还成为赵伊坪进行
地下革命工作的根据地。在这里，他们
秘密成立了共青团组织，他的弟弟赵晓
舟等人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他的两个
妻妹也成了他的学生，后来都追随他参
加了革命工作。

这个合并后的学校，就是当年的郾
城第一完全小学——今天的伊坪小学。

三

伊坪小学位于郾城区海河路西段的
一片繁华街区里。

学校大门上方，由新华社原社长穆
青亲笔题写的校名“伊坪小学”，四个鎏
金大字，遒劲有力。

走进大门，迎面看到一面鲜艳的国
旗，国旗的下方是伊坪小学简介和赵伊
坪生平事迹的巨幅宣传版面。

校长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办公桌
上国旗、党旗交织辉映下的赵伊坪石膏
头像。校长赵红磊是个儒雅的学者型校
长，他介绍了史料中难以查阅到的一些
细节，还拿出了的赵伊坪小学毕业照以
及当年用过的书箱等资料复印件给我们
看。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为了更好
地宣传赵伊坪的事迹和精神，赵校长搜
集了大量有关的书籍和影视作品资料，
他在这方面的博学和用心，让我们感到
欣慰和敬佩。

随后，他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区。这
是一个现有学生 2200 多名的百年老校，
也是漯河市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我们走
进了位于北教学楼一楼的赵伊坪纪念室
和伊坪书屋。

纪念室的正厅供着赵伊坪巨幅黑白
画像，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才俊，
微侧着头，嘴角挂着微笑，刚毅的眼神
正透过黑框眼镜，也透过几十年的时光
凝望着我们。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凝望着
他，我身上的燥热早已散去，在他的眼
光中，我的心非常平静，我似乎听到了
自己缓慢的心跳，也听到了几十年前，
他 在 这 里 讲 授 党 义 课 铿 锵 有 力 的 声
音……赵校长介绍说，每年新学年开学
日、清明节以及赵伊坪逝世纪念日等，
师生们都要祭奠、追思。里间存放了一
些纪念的照片、书籍、信件等，其中由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
席刘华清亲笔题写的“抗日殉国、一门
忠烈”，让人想起了他和两个堂弟等多名
亲人为革命牺牲的事迹，他的小女儿赵
晓玲在2015年儿童节前夕给全校师生的
一封信也让我印象深刻。作为赵伊坪的
后人，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信中回
顾了伊坪小学的光辉历史，缅怀了父辈
先烈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表达了
她对家乡孩子们的无比关爱和殷切期望。

走进伊坪书屋，看到迎面墙壁上
“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人生”两行

醒目的红色大字，中间是赵伊坪肖像的
画框，下方缩印着三个向前甩臂奔跑的
少年剪影，静中寓动，严肃中透出活
泼。右侧一小间，陈列着书屋的介绍文
字、一些纪念品和题词，有1996年“伊
坪小学”正式命名时，刘华清亲笔题词
的“伊坪书屋”四个大字，有穆青题录
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还有“烈火中
永生”、“抗日民族英雄，统战工作模
范”等赵伊坪战友们的题词。左侧一大
间是阅览室，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摆满了
文化、历史、童话、科普类的书籍。

在这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在这溢
满墨香的书屋里，在这生机勃勃、书声
琅琅的校园里，我似乎又看到赵伊坪
——这个瘦高个子、儒雅青年忙碌的身
影，似乎又听到了他给学生们抑扬顿挫
的讲课声……

四

1928 年秋，一场肃杀、凄凉的寒
霜，似乎过早地降落在了白色恐怖笼罩
下的郾城。国民党抓捕“三赵”（其中就
有家住城东门的赵伊坪） 的风声传出。
这天，赵伊坪的弟弟赵晓舟和几个思想
进步的小伙伴，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混
入国民党的县党部，探听到敌人正准备
在县城大搜捕“三赵”的情报，立即报
告给赵伊坪。赵伊坪又火速通知其他那
两位赵性同志，“三赵”才在敌人的魔爪
伸出之前得以安全出城。

郾城的国民党党部对“三赵”的漏
网十分恼火，又多次派兵追捕，但赵伊
坪凭借群众的帮助和自己的机智勇敢多
次化险为夷。尽管处境险恶，一连几天
都吃不上饭的情况也常常出现，但他仍
时时不忘革命斗争，深夜里，用芦席围
着一盏小油灯，他埋头刻写宣传真理的
传单；狭小的夹道墙壁上留下了他乐观
豪迈的革命诗篇。长期的东躲西藏，他
全身长了疥疮，连走路都很困难，心疼
他的舅舅把他隐蔽到粮仓里，在舅母和
小表妹的照料下，才得以恢复。就这
样，赵伊坪凭借他的顽强毅力，在家乡
坚持地下斗争一年之久。后来，由于形
势所迫，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家乡郾城。

五

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 11 月 8
日，郾城县城崇文祠街。二十六年前那
个男婴出生的民宅里，又传出来一阵嘹
亮的新生儿的初啼声。

“是个丫头。”接生婆从屋里传出话
来。屋外焦急等待的一位读书人模样的
老者，闻讯一愣，但很快恢复了平静的
面容，他盼望着这次是个胖小子，谁知
道还是个女娃。

这位老者，就是赵伊坪的父亲，刚
刚出生的是赵伊坪的第二个女儿，乳名
西杞。此时的赵伊坪，正在开封杞县以
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弟
弟则在豫西一带闹革命，尽管他们不时
有书信寄来，但老者还是为儿子们担
忧，满腹经纶的他想起了李白的《梁甫
吟》，“杞国无事忧天倾”，但愿自己在是
杞人忧天，因此给孙女起名为“西杞”，
寓意东西两个方向的儿子都平安无事。

1937 年 2 月，赵伊坪回到了阔别多
日的家中，这年春节的家人团聚，让这
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百感交集。抱着
出生三个月才见到的小女儿，望着日益

衰老的父母、日夜劳作的妻子和尚不懂
事的大女儿，他心中非常愧疚，这些年
他东奔西走，在家陪伴他们的日子太少
了。“西安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又有了
新的变化，赵伊坪在杞县大同中学接到
已是红军高级将领的彭雪枫的来信，要
他尽快到山东或华北找西北军开展兵运
工作，发动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

想到短暂的团聚后，他就要到山东
西北部去开展抗日工作，不知道此一去
何时归来，何时才能见到这两个幼女，
他无比眷恋这个家，母亲有胃病，他特
意买了些馒头，掰成块晾干，好让母亲
多吃几天……

谁也没有料到，这是赵伊坪在郾城
家中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39年3月5日，时任中共鲁西区党
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的赵伊坪，在山
东冠县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多处中弹坠
马，不幸被俘。残忍的敌人把他绑在大
枣树上，用皮鞭抽、刺刀戳，逼他投
降。赵伊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揭露
日军的法西斯侵华罪行，日寇丧心病狂
地把他身上浇上汽油，放火点燃。烈火
中，赵伊坪拼尽最后的力气高呼：打倒
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恼羞成怒的日
本鬼子又用刺刀扎进他的嘴中，赵伊坪
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六

历史不会忘记，人们也不会忘记这
位从郾城走出去的抗日英雄。

2015年8月24日，赵伊坪的名字出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著名
的抗日英烈名录中。他的遗骨安葬在山
东高唐县徐庙村的烈士陵园里，他的家
乡郾城县城有纪念他的伊坪小学，离他
的故居不远处的烈士陵园里也有他的事
迹宣传栏和纪念碑。1984年他的革命事
迹展览在郑州烈士陵园举办，当时的中
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为其题词，原鲁西北
特委书记、中顾委常委赵健民挥笔题
诗，深切缅怀老战友。

2000 年 3 月，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悄然来临，一本装帧典雅的文集《世纪
的追思》出版发行。这是赵伊坪的战友
们、学生们以及他的弟弟和后人怀念、
追忆他的一本集子。读完后，我看到了
一个更加亲切、真实的赵伊坪。

从书中著名作家姚雪垠、师陀等人
的回忆文章里，我们了解到了他们交往
很深，抗战爆发前，师陀还在赵伊坪郾
城的家中共度过一段时光，他们曾在城
楼上望着悠悠的沙河水，探讨过中国的
出路问题，赵伊坪还精辟地给他和堂弟
讲解了《如果抗战爆发，知识分子应该
怎么办》。书中，两位作家对赵伊坪的诗
文评价极高，但由于革命工作的紧张，
特别是后来，他全心投入协助国民党的
著名爱国将领范筑先进行的抗日战争
中，很难再抽出时间写作。尽管如此，
从他遗存下来的有限诗文中，我看到了
高悬在黑暗中的那盏红灯笼，听到了他
振聋发聩的 《论抗日政权》 和深情的

《嘱咐》，感受到了《这死亡紧贴在我们
身上》的痛苦和力量！

赵伊坪的一腔救国救民的浩然正气
永远回荡在他的家乡和他工作战斗过的
大地上！从郾城上空飘出的那盏红灯笼
会永远照亮、温暖人们的心房！诗人在
他曾经谱写的诗篇里涅槃！英雄将在烈
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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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俊哲
漯河很小，小到可以独善其身，小到

可以岁月静好，小到装不下年轻人远大的
志向。在这座小城里，几乎没有乘车一个
小时到不了的地方，几乎没有转三个弯还
不认识的人。但当你从她的身体中脱落，
剥离，再次遥望之时，却又会发现她很
大，大得可以藏得住你全部的情绪与心
思。她没有什么特色，没有大漠孤烟，有
人也许从未听说过她的名字，但她又如此
独一无二，当走近她时，你会发现每一寸
土地之中都有独特的印记。她有历史，有
文化，一笔一画地认真雕刻着记忆，待时
过境迁，那些质朴的纹路反会被时间冲洗
得愈发清晰——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座城能
让我们念念不忘，她的名字叫故乡。

漯河的美景十分有九分都在水上。在
每个清晨，放眼望去，水面是白茫茫的雾
气，沙澧四岸多植垂柳，有的枝条俯身亲
吻着水面，将一抹抹翠绿点入水中，时而
微风轻捻，疏影荡波，碎成闪闪的一片，
随波光明灭颤动。不久，又见晨旭初辉，
一盆艳丽的红色被泼入河中。沿河谁家的
鸽子放出来了，白色的一群，绕着河流一
圈一圈地盘旋，不时咕咕咕地叫上一阵。
河畔的草丛中，白鹭侧身梳理自己洁白的
羽翼，忽而腾空而起，紧压着河面滑行而
过，翅尖几乎要碰到河水。漯河的鸟类繁
多，有麻雀、喜鹊、戴胜、翠鸟等叫得上

名字的，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此刻
皆躁动起来，从天空到水面，响成一片。
漯河沿河修筑河堤，1994年，清华大学为
小城规划了景观和绿化图景，2014年，漯
河河堤的景观绿化景观完成。如今，这里
已经成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燕鸣莺啼，
举目碧空如洗；桨动鱼跃，俯照金光粼
粼。春则群芳烂漫，绚烂缤纷，斗艳争
奇，香溢满城；夏则高树成荫，郁郁葱
葱，苍翠欲滴，又伴夏虫聒声，时断时
续，如酣梦呓语，落雨繁密；秋则丹桂流
香，落木萧萧，红叶漫道。天高地迥，商
风万里，不觉孤立怅然，神思无限；冬则
行人渐稀，白雪铺延，或河流冰封，上下
一白，寒雀时鸣，寂寂清清。漯河四季分
明，景物也随季节各异，唯独河水始终如
一，构成每一幅风景画的底色。

有水必有桥。仅在市区，就有大小桥
梁二十余座，平行排列，相距很近。这些
桥梁便利了交通，也将漯河分成不同的区
块。每到夜间，座座大桥华灯通明，流光
溢彩，与河堤两岸的灯光交相辉映，美不
胜收。往来车辆次第而过，亦如沙澧河水
一般，静静流淌，涌动不息。

水总是在流动，漯河，也像水一般，
是流动而来的。“寨里”的漯河人喜欢自
诩为“城里人”，他们的祖上是最原生的
漯河居民，那个时候，城市还没有建立，
仅有一寨，取名源汇，在其外便是农村。

今天的寨里繁华远去，凋敝破旧，早已从
“村中城”变成了“城中村”。漯河自古便
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水旱码头，各地商贾
游人多聚于此，或经营买卖，或游历暂
歇。“舟行此焉簿，估客南来多，江淮百
货萃，此处星辰罗。”当时风流云散去，
唯余青柳伴潮生。随着河运的衰落，码头
繁华早已不在，漯河港却即将通航。

漯河很年轻，从 1986 年建省辖市至
今，刚刚三十而立；但漯河又很老，老到
可以溯洄九千年的时光——我时常惊叹于
这种古老与悠久，不似一个年轻的城市所
应拥有，但中原大地一向就是一个孕育奇
迹的地方。贾湖遗址，启华夏文明之先
河；七音骨笛，将人类的音乐史向前推进
了三千年之久，惊艳了世界。春秋之际，
孔子周游列国，北渡舞水；桓公召陵会
盟，霸业中原。汉初樊哙，鸿门闯帐救
主，以股肱之位，封侯舞阳；更始刘秀，
郾城重募兵马，率三千死士，大破昆阳。
东汉许慎，仰屋数载，潜心雕镂，著成

《说文解字》一十四篇，“字圣”之名，永
垂青史。许慎也成了漯河的名片与标签，
被供奉在漯河的记忆殿堂中。

“夫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
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
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
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是来自历史

深处的告诫，回响在每一个漯河人的心中
——传承文字，传承文化，传承文明。

隋朝小商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敞肩
单孔石拱桥，比赵州桥早了四十多年。它
屹立了千年，肩驮着古今的巨变，商河畔
的流水不舍昼夜，商桥上的月光依旧如
初，但沧海成桑，深谷为岭，几度离合悲
欢，物是人非。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这片被硝云
弹雨浸淫已久的中原大地，终于得到了暂
时的安宁。漯河，被选作全国 16 个受降
点之一，接受日军投降。1945 年 9 月 20
日，第五战区司令刘峙代表中国政府，于
山陕会馆接受了侵华日军 2971 部队司令
官鹰森孝中将带领的31560名日军官兵的
投降。十里长山峰喋血，千秋浩气日贯
虹。率土同庆，大地维春，为记燕然之
功，悼将士英魂，遂建受降亭，立碑以记
此事，昭后人。亭仿龙塔古篆，石狮护
卫，六角飞檐，高柱雕画。亭内有四块碑
文，正碑由刘峙所书金色正楷——“受降
亭”三字，旁有“受降亭记”、“建亭
记”、“抗战祝胜词”三篇碑文，分由时任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
任、司法院院长居正三位国民党元老题
写。一座亭，一段史，两行泪，诉说着生
命的脆弱，也歌颂着民族的坚韧——于死
亡前脆弱，于大义前坚韧。这是中原的气
概，这是民族的魂。

漯河小城■■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朱红蕾
铺天盖地的绿让人深陷
那一刻，世界的宁静
关闭了所有的力不从心
水以镜之礼
呈现出天空美丽羞涩的样子
尘世静默
这亩方塘将低处的生活一饮而尽

一只白鹭站立在水中
倒影和它本身
比两个见多识广的问号还要苍茫
另一只白鹭立在水牛背上

左右观望
水牛温驯的样子
写满疼惜的所有要义

这种水鸟的名字叫牛背鹭
周身雪白，宁静的白
此刻，它们是绿色画布上
探头探脑的两朵雪

有风吹过，荷花落在荷叶肩上
接天的水草和浮萍一无所知
上午十点钟
某个人的思绪突然停滞

目 遇

■王新卫
我欲约秋，秋却不语
芳草渐凋，燕子远飞
长亭外，满是寥落愁绪

最怕的，是下一场雨
淋湿寂寞，打落花瓣
送走一年里，最后的美丽

然而，田野里
人来车往，果实满地
忙碌的空气里
飘荡着幸福、满足和丹桂的香气

我约秋，秋不语
我悲秋，秋却一直幸福的
生活在那里

约 秋

■许艳军
前不久，有一档电视栏目的

记者在街头做一个题为“你家的
家风是什么”的调查。坐在一旁
的八岁儿子好奇地问道：“妈，咱
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家风？”我不禁陷入了沉
思，记忆中，父母好像从来没有
提到过这个词。

我的父母都是朴朴实实的农
民，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却
用无言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该
做，什么不该做。

记忆中，奶奶从来没给过妈
妈好脸色，原因就是妈妈生了三
个女孩，因为没能为我们家传宗
接代，妈妈就好像有多大短处似
的。但平时，无论奶奶怎样刁
难，她总是能忍就忍，尽管时时
处处受尽委屈，可每次吃饭时，
只要做好饭，妈妈总会把第一碗
饭准时给奶奶端过去，几十年如
一日。奶奶年迈生活无法自理
时，妈妈做得比亲生女儿还要
好。有亲戚对她说：“你婆婆年轻
时那么对你，你现在咋还对她那
么好啊？”妈妈总是说：“就是亲
母女也有拌嘴的时候，谁家舌头
不磨牙呀！她老了，还和她计较
恁多干啥，再说，我又能伺候她
几年呀！”孝顺老人是母亲种植在
我脑海的第一缕记忆。

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每次家
里来了要饭的乞丐，无论条件
有多紧张，遇到吃饭时候，妈
妈总是把热饭热菜给他们盛上
满满的一碗。有时候碰到挑剔
的乞丐，他们不要吃的，非得
要钱，这时妈妈总是力所能及
的给他们，少则几角，多则几
元 。 在 那 个 并 不 富 裕 的 年 代 ，
我们姊妹几个平时都很少有零
花钱，所以我们看不惯，就拿

在外面听到的消息对她说：“人
家都说那种要钱的乞丐是骗子，
你别总是人家一要钱你就给。”可
妈妈总是一脸坦然地说：“管他
哩，万一人家真的有困难，只当
给人家帮个小忙，就算是假的，
就咱那俩小钱他也发不了财。”做
一个善良的人，是妈妈给我上的
第二堂课。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
谁家有壮劳力是一件引以为豪的
事情，可我们家上有老、下有
小，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父
母的肩头。为了不落人后，别人
六七点下地能做完的活，妈妈常
常四点多都要起来，不等不靠，
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我们家成了村里第一个
万元户，这让别人都觉得有点不
可思议。一直到现在，虽然母亲
已经六十多岁了，可她依然闲不
住，每天忙忙碌碌，比年轻人还
有活力。勤劳，是母亲留给我的
最深印象，也是给我上的第三堂
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能够影响孩子一生的往往是
父母。著名作家老舍曾在 《我的
母亲》一文中写道：“我真正的教
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
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
生命的教育。”这短短的一句话，
反映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深远，
同时，也反映出家风的代代传承。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深刻
的道理，他们没有念过多少书，
也不懂得什么是“言传身教”，但
他们用朴实的行动告诉我应该做
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也正
用实际行动来教育我的儿子，做
一个孝顺、善良、勤劳的人。也
许，若干年之后，我的儿子也会
这样教育他的儿子……

无言的家风

■李 季

秋日

世上流淌因果的河
也开满有因无果的花
流奶与蜜之地，也流苦和涩
日子倒退着离去
放下的伤悲，重新提起
凋零的爱
继续成为来生的镜花水月
面对自己和面对世界一样陌生
紧紧挨在一起，依然孤独
草在草丛中相继死去
迷途的向日葵
在秋风中开得一无所知
人间的冷正慢慢上升

一盏秋雨

风已吹凉了岁月的指尖
一盏雨里
有江湖的险恶
也有内心不曾释放的闪电

阴晦的时刻
独自唱起惆怅的歌
雨水已漫过草的腰间
一些虫子跌落在水中
一不小心就打翻了，生命的杯盏

去往冬天的路上

不知要爬向哪里的藤蔓
在最后一场秋雨里
停下了脚步
一些动物怀抱火种
扭转腰身
开始把日子放进梦里去过
河流不再扬起波光
冷冽的风正穿过旷野
我松开攥紧的双手
松开豪情壮志
松开山山水水
那曾一一爱过的花，还没开尽
季节的背面
生命的泉和雪花同在
我放下种种执念和尘心
学着适应这逐渐加深的冷

秋日（组诗）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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